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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西北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 曹景舜

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努力，《宁夏民用航空志》终于正式出版了，这是新世纪宁夏民航

人献给自治区和西北民航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在此，我代表民航西北管理局党委和

《中国民用航空志·西北地区卷》编纂委员会向民航宁夏区局党委和全体编纂人员表示

热烈祝贺，向给予编修工作热情指导和帮助的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领导和专家们

表示衷心感谢。

“盛世修志，经世致用”。编修志书是我国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随着志书编纂内容

和形式的不断拓展和创新，志书的影响力愈来愈大，它已超越了时代和地域的限制，为世

界各国所瞩目。尤其是新方志的编纂，突破和完善了旧方志的局限和不足，发展成为具有

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系统工程，充分展现了其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功能。

专业方志的异军突起是新方志编修的突出特点，民航志作为我国重要的专业志书，其编纂

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更需要发挥民航人的智慧和能力，创造性地完成好这项光荣而艰巨

的历史使命。 、-

西北民航的发展，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而每一次转折，都是我们总结历史、展望未

来的极好契机。目前，民航正处于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宁夏民

用航空志》的出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填补了宁夏民航志的空白，形成了宁夏

第一部较为真实、准确、完整的民航专业志书；其次，它丰富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的体

例和内容，为自治区整体的交通运输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部志书的出版正逢民航体

制改革的重要时期，承上启下的意义更为突出，为宁夏民航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西北民航作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创始者之一，是从极其薄弱的基础上起步的，改革开

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民航总局的正确领导下，西北民航事业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其发展足迹凝聚了一代又一代西北民航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用数倍的努力和艰辛才换

来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这一切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这代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它记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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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传承下去；我们应该承担起西北民航史志编纂的开创性工作，为今后的持续编修打

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作为西北民航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民航的基础更为薄弱，从1934年6月欧亚

航空公司开辟兰州至宁夏支线开始，这里就有了自己的民航事业，但发展步履维艰，航线

运营时断时续，民用航空在交通运输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宁夏民航迎

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运输业务发展迅速，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性改善，旅客吞吐量年年攀

升，通用航空也得到了有效拓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民用航空运

输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为当地社会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近

70年宁夏民航发展的历程，较好的折射出宁夏在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解地追求、进步的

轨迹。透过这部《宁夏民用航空志》，我相信宁夏民航人会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发展

机遇，更加坚定服务地区、发展民航的信心和决心。

宁夏民航专业志书的编修起步晚，资料缺。修志工作启动时正值民航改革之际，面临

的困难和阻力不少。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区局党委的领导和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的

具体指导下，编纂人员克服了诸多困难，埋头苦干，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志书。值得

指出的是，在按期完成的同时，他们更注重内在的质量，体现了“质量是志书的生命”这一

宗旨。我认为，《宁夏民航志》的编修过程本身就是对西北民航艰苦奋斗精神的最好

阐释。

《宁夏民用航空志》的编修遵循了志书编纂的基本规律，符合志书编修的要求，体例

比较规范；在篇目设置上，构建了一个既符合民航专业志书要求，又兼顾宁夏民航实际的

完整的志书结构，使这部志书的专业特色和时代气息都得到了展现。编纂人员做了扎实

的资料搜集工作。史料的运用也有独到之处。例如对银川河东机场建设过程的记述，从

1976年银川市总体规划中列入芦花台作为新建机场的场址开始，对历次踏勘、选址、立项

审批过程都做得详细而完整的叙述，同时，对于机场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情况、工程建设、试

飞、验收、开航等全过程也都有充分的史料记载，读后令人印象完整而深刻。语言的简洁

和平实也是这部志书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编写人员对志书语言的掌握和运用是比较到

位的，铸就了“客观、准确、明了”的语言风格，这也是一部志书应有的立场。

当然，编修民航志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加上时间短促、工程量大，《宁夏民用航

空志》还存在一些不足。然而，我们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更多资料的积累、发现

和不断挖掘，今后会有更多、更出色的民航专业志书问世。西北民航正处于一个变化深

刻、发展迅速的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更需要“以史为鉴”，汲取前人留给我们的经

验和教训，以更加坚韧顽强的努力再铸辉煌，见证未来!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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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麓萎淼羔粪张砖宁夏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
’

新年伊始，中国民用航空宁夏回族自治区管理局呈报《宁夏民用航空志》，请求宁夏

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组织有关领导、地方志专家学者进行评审。余借公暇之余开卷浏览，但

见资料详翔，志体咸备，主线突出，个性鲜明，专业志之风骨。阳春三月，又有幸参与斯志

公开评审，倾听管理局领导关于修志工作介绍和专家学者点评意见，为斯志能够得到有远

见卓识的领导所重视和有识之士所赞赏而欣慰。

宁夏地处东亚地区的地理中心，加上气候特点和自然条件，在发展航空事业上独居优

势。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开辟了国内航线1300千米，架起了连接首都北京和兰州、包

头等地的空中航线。1997年，国内干线机场银川河东机场投入使用，在以银川为中心的

1800千米范围内，所辟空中航线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会和首府城市。宁夏民用航空事业

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较快，已与铁路、公路、水运、管道组成了新的综合运输体系。

地方志是记载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事业兴衰起伏和成败得失的资料性著述。宁夏

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为编修航空专业志创造了条件。当然，与全国相比，宁夏民用航空

事业发展的环境条件有别，历史长短有别，规模大小有别，业务多少有别，发展快慢有别。

《宁夏民用航空志》因此也有别于其他志书，秉笔直书，客观地记述本行业在本地区的变

化发展历史、前因后果和相互联系，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突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盛世修志，美其风仪。志书已成为中国独有的特色文化，修志也自然成为各级领导的

官职和官责了。民航宁夏区局领导深谙志书服务当代和“经世致用”的重要意义，组织人

力精心修志，可谓慧眼识志，认识超群。常言道，玉器已成形，精琢方为珍。编者广泛吸收

专家学者点评意见，择善而从，不厌其烦，挑灯夜战，反复考证、核实、拾遗、补缺资料，其志

德高尚，治学严谨，甘守清苦，乐于奉献，令人敬佩。志贵于信，笔贵于正。斯志经笔削、绳

纠、斧正，资料翔实，观点正确，体例完备，记述全面，文笔雅沽，堪称一部信史。

编修志书是存史传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修志既为今人，也为后人。编修《宁夏

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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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空志》是宁夏民航人的愿望，也是志人的愿望。斯志是宁夏历史上首部记述民用航

空发展事业的专业志书，弥补了宁夏无航空专业志的缺憾，其开创性意义重大，志林地位

突出，不失为资政：1111．务之良策，存史传世之正书，教化育人之范文。余借斯志出版之际，谨

赘数语，微表今人修志寸心，更寄望于后来续修居上。以此为序。

2002,年9月书于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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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宁夏区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张庆民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一项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文化建设工程。编篡出版《宁夏民用航空志》是民航总局、民航西北管理局和自治区

政府交给我们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宁夏民航几代人共同的心愿。因之，我们十分

珍惜民航总局、民航西北管理局、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的信任，并能为完成这一功在

当代、造福后人的历史性使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光荣。新中国宁夏民航事业走过了近半

个世纪的历程，这是一条艰难曲折、充满收获和希望的道路。宁夏民航取得的发展成就，

凝聚了宁夏民航几代人艰苦奋斗、矢志不渝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同时也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宁夏民航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为

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促进宁夏民航两个文明建设，迫切需要一部突出宁夏民航特色、全

面记录宁夏民航事业发展历史和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宁夏民用航空志》就是适应这一

客观需要的应世之作。编修《宁夏民用航空志》是宁夏民航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宁夏民用航空业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中华民国时期宁夏曾修建过东昌、满城、 、

西花园、韦州、同心等5处简易机场。航空活动时断时续，民航在交通运输中作用甚微。 、

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航事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自

治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宁夏民航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目前已形成了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机

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服务质量稳步提高的良好局面。1958—2002年，宁夏民航累计完

成机场吞吐量227．99万人次、旅客吞吐量203．7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1818．3吨。1997

年9月，4D级国内干线机场银川河东机场的建成，从根本上改变了宁夏民航运输条件。

白银川河东机场开航5年多来，宁夏民航坚持“保证飞行安全、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

正常”的指导方针，在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持续性发展。

2002年，机场吞吐量达36．13万人次，旅客吞吐量达31．38万人次，货邮吞吐量达4273

吨，保障各类飞行7998架次，较1997年分别增长了119．4％、92．7％、169．6％和

214．9％。目前已有多家航空公司加入宁夏航线运营，与加多个城市通航。宁夏民航事业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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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日上，前程似锦。

在编修史志的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到：宁夏民航的发展是民航总局、民航西北管理局、

自治区党委、政府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宁夏民航几代人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结果。作为

跨世纪的一代民航人，我们有义务和责任记述这段坎坷而又辉煌的历史，以告慰前辈、昭

示后人。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改革开放步伐不断

加大的新时期，宁夏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有着广阔而美好的前景，民航以其快捷、安全、舒

适等运输特点，将在宁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宁夏民用航空志》是一部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我们在志书编修中，恪守

“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坚持为民航发展服务的方向，运用志书编篡的规范方法，

客观、真实地记述宁夏民航发展历程，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融人各篇目中，力争“寓

褒贬于记述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突出民航特点，做到专志贵专。借鉴过去、服务现

在、开拓未来，是我们甘于清苦、专心修志的目的所在。《宁夏民用航空志》的编篡和出

版，既为社会各界通览宁夏民航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又为宁夏民航跨世纪发展提供了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它又是对民航干部职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

育的重要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宁夏民用航空志》将会更好地发挥“修志资治、服务当

代、垂鉴后世”的作用。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以铜为鉴，可正衣冠”。宁夏民航正处于

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困难中孕育着希望，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宁夏民航事业

建设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时常感到肩负责任之重大，既为宁夏民航事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而欣慰，又为如何应对改革和市场的挑战，使宁夏民航继续保持持续、稳定、

快速、健康的发展而竭虑。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宁夏民航发展步伐的关

键一年，同时也是新中国宁夏民航通航45周年，我们坚信，宁夏民航在20世纪艰苦创业

中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也将在2l世纪社会发展的快车道上谱写更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是为序。

2003年9月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

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是宁夏第一部民用航空志，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力求真实记述宁夏回族自

治区民用航空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突出时代特点和行业特点。

三、本志记述时限上至中华民国22年(1933年)，下限断至2002年。为记述完整，部

分内容的下限适当下延。 一 一 一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记述，以志为主，全志结构一般分章、节、目3

个层次，横排竖写，并以图表相辅。行文为现代语、记述体。

五、本志记述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法(首次出现括注公元纪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法。

六、本志涉及民用航空单位和管理机构及专用名词，首次出现时用全称(括注简称)，

此后书写则用简称。

七、志中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个别数据经调查核实后采用。

八、本志所记述机构名称按当时之实况记述，凡有前后不一致者，仍基于当时事实

记述。

九、本志采撷的资料，中华民国时期以历史档案及有关文件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以各种文书档案、技术档案、统计资料、文献、征集的文字资料等为主。但因特定的

历史时期原因，有些资料无考断线，则以调研采访的口碑资料加以补充。所用资料不注明

出处。

十、本志主要记述宁夏境内民用航空史况及业务，坚持“专志贵专、突出特点”的

精神。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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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在经济发展和国家交通运输体系中居重要地位，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

行业。它具有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以及快速、安全、舒适等特点。航空运输在促进地区

经济发展和对外改革开放中具有重要意义。

宁夏民用航空事业始兴于20世纪30年代中叶，据《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记载：民国

23年(1934年)6月，欧亚航空公司开辟兰(兰州)宁(银川)支线，是为宁夏民航之始。此

后中国航空公司、陈纳德空运大队，先后开辟银川至兰州、包头、北京航线，当时民用航空

运输主要服务于军事、政治，其次兼顾邮政通信、政要及富有阶层行旅之需。中华民国时

期，宁夏民用航空活动时断时续，欧亚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在宁夏只运营5年多时间，

陈纳德空运队运营时间未及半年，民用航空在交通运输中所起作用甚微。民国23—34年

(1934—1945年)，宁夏曾修建过东昌、满城、西花园和韦州、同心等5处简易机场，机场设

施简陋，技术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

1949年11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民航局成立。1958年10月20日，中国民用

航空局铡II航空站(简称银Jil航空站)成立，至此，自1949—1958年中断了9年的宁夏民用航空
运输得以恢复和发展。1964年2月，在原铡Jl航空站基础上，组建成立中国民用航空宁夏回族

自治区管理局(简称民航宁夏区局)。1986年5月1日，民航兰州管理局迁至西安，更名为民航

西安管理局，管理宁夏、陕西、甘肃、青海4省(区)民用航空业务。1989年10月，在原民航西安

管理局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民航西北管理局，民航宁夏区局属其管辖。

民航宁夏区局原有西花园机场是中华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惟一民用机场。1958年

春季，中共银川市委决定重新修建西花园机场。新修的机场跑道长1415米、宽40米，为

南北向土质砾石道面。1958年10月20日13时41分，伊尔一14(IL一14)型客机降落该

机场，正式开通北京——包头——银川——兰州航线。20世纪60年代，西花园机场因地

势低洼，每年春季跑道翻浆，水淹机场致使航班停运时有发生。1958年lO月至1982年6

月，宁夏仅开通北京——包头——银川——兰州l条航线。

1986年9月，银川西花园机场改扩建为3C级机场，修建了l条长2200米、宽30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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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凝土跑道，可起降BAel46及50吨以下机型。1993年，机场安装了助航灯光，相继

开通了银川至西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乌鲁木齐、武汉等地航班。

1958—1983年，宁夏民航累计完成旅客发运量27387人次、货邮发运量1038．5吨。

1992—1995年，机场保障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分别以12．4％、38．12％和

45．75％的速度递增。

为适应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宁夏民航落后面貌，迫切需要新建机

场。民航机场选址和新建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历时多年议而未果。加世纪90年代

初，国家民航局和自治区先后勘察了芦花台、南梁、掌政、白鸽等10个场址，确定灵武市临河乡

(今临河镇)为新机场场址。1992年7月，自治区政府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新机场工程项目

建议书，1993年3月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铡II新机场项目建议书。1995年12月18日，
国家计委批准银川河东机场工程开工，工程历时18个月，于1997年9月6日竣工并正式投入

运营。铡II河东机场属4D级国内干线机场，跑道长3200米、宽45米、厚0．34米，站坪面积约5
万平方米，安装有I类精密进近仪表着陆系统和先进的航行管制、航空气象、通信导航设备。机

场供电、供油和机场服务及其他保障设施完善，可满足波音_757(B_757)、空中客车310

(A310)及波音'--767(B—7艿7)等机型安全起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自治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宁夏民用航空发展较快，机型由小型

向中型、大型发展；航线航班日益增多；机场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服务质量稳步提高；安全

形势持续稳定。至2002年，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方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西北航空

公司、上海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四川航空公司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开通了银川至上

海、广州、西安、兰州、成都、太原、乌鲁木齐、沈阳、南京、长沙、敦煌、大连、福州、杭州等21

个城市的航班，每周航班达100多个。此外，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宁夏分公司1985年始，先

后开通了银川至西安、北京、佛山航线。

2002年，宁夏民航机场吞吐量、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分别达36．13万人次、

31．38万人次和4273．1吨，较1997年增长了119．44％、92．72％和169．61％，是1984年

的35．76倍、39．72倍和22．56倍。1984—2002年，宁夏民航累计完成机场吞吐量、旅客

吞吐量和货邮吞吐量达221．32万人次、198．27万人次和20747．8吨。宁夏在发展航空运

输的同时，开展了航空摄影测量、飞播造林、农林化飞行、人工增雨等通用航空业务，促进

了自治区社会与经济发展。

“十五”期间最后3年，宁夏民航将进一步完善机场功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机

场综合能力，合理布局并优化航空运输网络。预计2005年机场吞吐量将达60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达6000吨。机场设立海关口岸，开通银川至香港地区航班。在固原地区新建

3C级旅游支线机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宁夏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基础

设施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宁夏民用航空将在促进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中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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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民国22年(1933年)

是年，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提出发展宁夏航空事业计划，并列入当年《宁夏省政府计

民国23年(1934年)

1月，宁夏省政府在省城东教场(今银川市兴庆区银河仪表厂)修建简易机场，供支宁

部队军需，并对孙殿英部实施空袭。

春，宁夏省政府在省城东20千米处(今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修建东昌机场。

6月20日，欧亚航空公司开通兰(兰州)宁(银川)支线，航班每周I班。11月，航线

延至包头。

lO月19日，蒋介石白兰州乘飞机首次到宁夏，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及青海省主席马麟

同行。次日，离宁飞抵西安。

民国24年(1935年)

2月8日，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与欧亚航空公司签订气象服务保障协议，双方

同意在宁夏设测候所。7月，测候所(位于西花园机场东南侧)’设立，11月，正式建成

使用。

10月，宁夏省政府以“防共”为由，在满城(今银川市金凤区)修建机场，次年2月，机

场竣工。因跑道长度不符合飞机起降要求，并有城墙影响，遂改建为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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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5年(1936年)

6月，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及陈诚、杨虎城、朱绶光等为联络西北各省防堵红

军西征，由西安飞抵银川。27日，由银川飞抵太原。

10月，蒋介石乘飞机第二次到宁，宋美龄、张学良等人同行。

是年，马鸿逵以向蒋介石祝寿为名，在宁夏搞“献机祝寿”活动，总计强索“捐款”6万

元，购飞机l架，并命名为“宁夏”号。
《

民国26年(1937年)

11月5日，日军飞机7架首次空袭宁夏省城银川，人员伤亡惨重。

是年，兰州空军在宁夏设航空站，配备地勤人员30多名，辖管西花园等机场。

民国27年(1938年)

2月，El军飞机空袭中卫县城。

是月，空军宁夏航空站和测候所迁往同心县城。次年10月27日，测候所迁至中宁县

东门外叶家庄子。 ．7

是年，宁夏省政府奉航空委员会加强航空的训令，在同心城校场滩修建同心军用机

场，称航空十三站。

民国28年(1939年)

2月9日，日军飞机9架轰炸固原城，投弹30余枚，毁民房数10间，伤2人。

3月6日，日军飞机12架从山西运城起飞空袭宁夏省城银川。El机从东门起开始投

弹，沿东西街轮番轰炸，西塔防空洞被击中，洞内人员全部死难，全城伤亡、损失惨重。

9月15日，日军飞机33架第三次空袭宁夏省城。因事先多次发出空防警报，未造成

重大伤亡。

是月，欧亚航空公司兰宁绥航线停航。

是年冬，苏联轰炸机由兰州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山西运城轰炸日军，返航途中有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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